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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播学一传入中国大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就热闹起来，特别是新闻传播教育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一是传播学成为热门专业，传播学研究著作、教材、论文让人目不暇接，据不完全统计，20
多年来，全国共出版传播学类教材400多部，传播类研究专著1000多部，译著100多部，发表传播学类
论文3000多篇，召开传播学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100多次；二是传播学名词成为最时髦的用语，有50多
所学校新闻院系改名为“传播系”或“新闻传播系”或“新闻与传播系”；三是一批学者转行，有的
原来是教新闻学的，现在纷纷教传播学，有的更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外语、艺术甚至
从计算机等工科专业跳到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队伍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人才济济”，“三
教九流”都有；四是新闻教育从“廉价”的教育一下子变成“奢侈”的教育，许多学校以数十万、百
万、千万的财力投入建设新闻传播学科。
　　新闻传播教育如此繁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现在，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吃香的专业，甚至是急剧膨胀的专业。
以我之见，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已经蔚为可观，但新闻传播研究水平并未上去。
何以见得？
一是新闻传播思想研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学术研究禁区还较多，几十年来遗留的旧的、左的新闻传
播思想还弥漫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二是对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不全面，缺乏科学的分析，“拿”来不
少，消化不多；三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缺乏对中国传播话语的建构；四是现有研
究成果数量很多，质量不高，浮躁有余，学术风气不好，缺乏认真的学术讨论，特别是缺乏学术批评
。
　　我们几个人，虽不算新闻传播学界的新兵，但至今也只能算是新闻传播学的爱好者和跋涉者。
这几本书也只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读书笔记，供传播学大方之家茶余饭后批批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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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陆报纸转型》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率先提出总体性、分化、断裂、博弈、整合五个范式，
来揭示特定社会转型时期报纸媒介的生存状态；系统、清晰地揭示了报纸媒介角色、种群演进的历史
与逻辑的双重轨迹；详尽、周到地描述了整合阶段多元报纸媒介种群图景和社会塑成型报纸种群特质
，并试图对中国大陆报纸的发展趋势进行初步的预测。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和媒介转型方兴未艾。
在社会与媒介双重转型的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报纸转型，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媒介发展事件之一，也是亟
待学术界回应并解决的重要复杂性学术课题之一。
作者整合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社会学、媒介生态学、媒介经营管理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
术资源，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运用社会变迁演化观、报纸生成观、报纸场域观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范式分析等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的报纸制
度、报纸种群、报纸角色变化的系统观照与分析，剖析了复杂的社会及其经济、政治、技术、文化因
素怎样去协同改变报纸的命运，以及报纸又是如何适应社会场域的变化，半自主地选择行业转型与发
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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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尚彬，陕西南郑人，文学（新闻学）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副主编。
曾于2005年3月至9月赴日本东京，担任吉田秀雄纪念事业财团客座研究员。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媒介发展战略与广告传播研究。
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省部课题、媒体委托课题10余项，现参与承担国家社学社会科学重点攻关课题1项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项，主持省级课题2项。
出版专著与教材4部，代表性著作有《基础传播学》、《广告学教程》、《广告文案教程》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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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社会与媒介双重转型过程中的报纸第一章 转型前总体性时代的报纸第一节 总体性时代报纸环境
与报纸角色第二节 报纸种群的整合与角色演变第三节 报纸的“总体性”范式的特征第二章 转型时代
分化性阶段的报纸第一节 分化性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第二节 报纸种群的分蘖与角色的分化第
三节 报纸“分化”范式的特征第三章 转型时代断裂阶段的报纸第一节 断裂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
色第二节 报业种群与角色的断裂第三节 报纸的“断裂”范式特征第四章 转型时代博弈阶段的报纸第
一节 博弈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第二节 报纸种群演进与角色博弈第三节 报纸“博弈”范式的特
征第五章 走向转型时代整合阶段的报纸第一节 整合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第二节 多元报纸种群
图景与报纸的“拐点”第三节 整合阶段报纸环境因子的转型余论报纸转型的反思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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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重新调整党、政府、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具体包括如
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控制范围的缩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党和政府的直接干预已经越来越少，自主性在明显
增强。
其次是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
即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化的”原则性控制。
最典型的变化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再从指导性计划到市场经济领域的
宏观调控的变化。
再者是控制手段的规范化程度逐步加强。
从总体性社会时代相当的任意的控制，转向规则、规范、法制化的控制。
立法与司法机构的恢复以及对其独立性的强调，使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限制了
党和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范围。
　　2．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　　“随着经济的变革，社会开始分化，政治权力不再是衡量
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人民越来越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如经济精英的出现，家族组织的复
兴。
社会分化则引起思想观念多样化，不仅产生观念价值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出现相对独
立于官方系统的民间话语系统。
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得以发育生长。
”自主性社会得以形成依赖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开始形成。
1989年底，中国城镇的个体劳动者为648万人，如果加上农村的农民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体（乡镇企业
、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中的从业人员，这个数量相当庞大。
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
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一些身份尚难以界定的社会结构因子（如经营活动规模较大的个
体经纪人、一些自主性较强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等）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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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陆报纸转型》可供媒体传播实务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阅读，也可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本科
生及研究生的教学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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